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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用具专利研发现状分析

李虹彦,李真,殷欣
 

摘要:目的
 

了解临床护理用具专利的研发现状、专利申请情况及发展趋势,为临床护理用具的技术开发、专利保护、应用转化提供

数据支持。方法
 

检索中国专利数据库、Incopat专利数据库和欧洲专利局专利文献数据库,系统检索国内外近20年来临床护理

用具专利研发信息,对目标文献进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以及文本挖掘等信息处理技术。结果
 

1999~2018年国内申请专利

84
 

898件;与临床护理用具相关的专利类别有21个技术分支,申请量最多的是测量脉搏或心率、血压、血流的仪器或装置;申请数

量排前3位的国家为中国(84
 

898件)、美国(78
 

673件)、日本(39
 

409件);以个人申请专利量占46.86%,企业占35.61%,机关团

体占10.36%。结论
 

国内外临床护理用具专利研发整体处于发展趋势,但我国仍存在研发短板和发展问题,未来应在结合研发热

点和围绕核心技术专利的基础上,进行全球专利布局。同时,建立健全专利管理制度和专利信息服务体系、加强多学科合作、强化

价值取向引导,提升护理用具专利的研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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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rehend
 

the
  

patent
 

research
 

of
 

clinical
 

nursing
 

appliance,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trend
 

in
 

patent
  

re-
search,

 

and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patent
 

prot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appliance.
 

Methods
 

Chinese
 

patent
 

database,
 

Incopat
 

patent
 

database
 

and
 

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
 

database
 

were
 

searched,
 

to
 

retrieve
 

patents
 

inform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appliance
 

invented
 

by
 

domestic
 

Chinese
 

in
 

the
 

last
 

20
 

years.
 

The
 

re-
trieved

 

literature
 

was
 

processed
 

wi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qualitative
 

analysis,
 

text
 

mining,
 

etc.,
 

and
 

oth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Results
 

From
 

1999
  

to
 

2018,
 

there
 

were
 

84
 

898
 

patents
 

applications
 

invented
 

by
 

domestic
 

Chinese.
 

Patent
 

applications
  

in
 

clinical
 

nursing
 

appliance
 

were
 

grouped
 

into
 

21
 

technical
 

categories,
 

among
 

which,
 

patent
 

applications
 

in
 

pulse
 

heart
 

rate,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flow
 

measurement
 

were
 

in
 

the
 

majority.
 

The
 

top
 

3
 

countries
 

having
 

the
 

most
 

patent
 

applications
 

included
 

China(84
 

898
 

patents),
 

US(78
 

673
 

patents),
 

Japan
 

(39
 

409
 

patents).The
 

patents
 

were
 

invented
 

by
  

individuals
 

(46.86%),
 

enterprises
 

(35.61%),
 

and
  

organizations
 

(10.36%).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atents
 

for
 

clinical
 

nursing
 

appliances
 

at
 

home
 

and
 

abroad
 

was
 

booming.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researches
 

of
 

patent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carry
 

out
 

global
 

patent
 

layout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hot
 

spots
 

and
 

core
 

technologies.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patent
 

management
 

systems
 

and
 

patent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s,
 

strengthen
 

mul-
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the
 

guidance
 

of
 

value
 

orientation,
 

in
 

an
 

effort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ap-
pliance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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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护理学科全面飞速发展,护理实践和护

理科研的范围不断扩大,临床专利的研发成为护理

创新产出的重要形式之一[1-2]。专利作为技术信息

最有效的载体,囊括了全球90%
 

以上的最新技术情

报,且内容详实准确[3]。对专利信息的总结和应用

是专利研发与技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4]。临床护理

用具是指护士用于护理患者的用品和器具,涵盖范

围不仅局限于注射器、输液器等治疗用具,更包括护

理患者所需的各种生活用具以及监护生命体征、维
持器官重要功能的设备[5-7]。目前,为应对临床患者

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全球临床护理用具相关专利申

请量不断增长,成为护理专利的重要组成部分[8]。
但该领域的专利信息缺乏系统有效的统计归纳及整

合分析。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检索临床护理

用具专利信息,由此获得专利情报,为临床护理用具

的技术开发、专利保护、应用转化提供数据支撑和理

论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方法 检索数据库为中国专利数据

库、Incopat专利数据库和欧洲专利局专利文献数据

库。由护理专业人员和专利分析技术人员组成研究

小组,采取头脑风暴法,对国际专利分类号(Interna-
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为IPCA61(医学或

兽医学;卫生学)类下属的共计11个小类90个技术

分支的专利类别进行筛选。纳入标准:临床护理患者

生活所需,用以减轻护士的劳动强度、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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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临床疗效、减少医院感染、促进患者康复自理,并
主要由护士操作使用或协助患者使用,或遵医嘱使用

的设备、器具和用品。排除标准:与护理工作不相关

的设备、器具和用品。根据护理实际工作情况进行筛

选,确定与临床护理用具相关的21个技术分支。每

个分支分别通过IPC分类号进行检索,检索年限为距

检索日期20年以内的相关专利。总结检索要素,构
建检索要素表,得到检索策略式(详见表1)。在提取

专利数据的过程中,排除跨库检索时出现的重复专利

或同族专利,属于同一专利族的多件专利文献仅以一

条数据记录。
1.2 文献分析方法 应用Excel2007建立表格,阅
读分析最终纳入研究的文献,制定分析单元和类目系

统。文献外部特征包括发表年份、申请地域、主要申

请人、发明人等;内容特征包括21个技术分支的技术

方向和技术分支。对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频数、百
分比),并采用统计图表进行说明。

 

表1 临床护理用具21个技术分支检索式

代码 主要技术分支 检索式

A 止血带 (IPC=(A61B17/132))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B 套管针、穿刺针 (IPC=(A61B17/34))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C 测量脉搏或心率、血压、血流的仪器或装置 (IPC=(A61B5/02))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D 绷带或敷料、吸收垫 (IPC=(A61F13/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E 伤口敷料用的辅助器具、敷料或绷带的配料容器 (IPC=(A61F15/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F 用于医学或人体治疗处理用的加热或冷却器具 (IPC=(A61F7/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G 婴儿保育箱、保温箱 (IPC=(A61G11/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H 适用于患者或残疾人的椅子或专用运输工具 (IPC=(A61G5/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I 专用于护理患者或残疾人,提升其便利性的床、装置 (IPC=(A61G7/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J 卧床患者用的便盆、尿壶或其他卫生清洁用具 (IPC=(A61G9/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K 帮助患者或残疾人走动的器具 (IPC=(A61H3/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L 橡皮奶嘴 (IPC=(A61J11/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M 乳头护罩 (IPC=(A61J13/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N 治疗用饲管 (IPC=(A61J15/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O 喂口服药用具 (IPC=(A61J7/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P 用于抽取转移或处理液体的器械、引流系统 (IPC=(A61M1/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Q 治疗用喷雾器或雾化器 (IPC=(A61M11/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R 吸入器 (IPC=(A61M15/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S 以气体处理法影响患者呼吸系统的器械 (IPC=(A61M16/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T 创口引流器或类似物 (IPC=(A61M27/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U 医用注射器 (IPC=(A61M3/00))AND(AD=[19980101

 

to
 

20180101])

2 结果

2.1 国内外不同年度专利申请数量 全球临床护理

用具申请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国内各个时期专利申

请数量呈逐年增长。因2016年、2017年部分专利申

请截止检索日期未满足自申请日起18个月公开的条

件,所以该2年专利申请数量仅供参考,不代表最终

趋势。见表2。
2.2 国内外临床护理用具专利申请地域 申请数量

排名前10位的国家和组织依次为:中国(84
 

898件)、
美国(78

 

673件)、日 本(39
 

409件)、欧 洲 专 利 局

(38
 

762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2
 

158件)、澳大利

亚(15
 

918件)、德国(13
 

709件)、韩国(13
 

555件)、加
拿大(12

 

749件)、俄罗斯(6
 

236件),其余国家未超过

5
 

000件。国内临床护理用具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前

5个省市依次为山东省(18
 

375件)、广东省(7
 

991
件)、江苏省(7

 

094)件、浙江省(5
 

040件)和北京市

(4
 

556件),其余省市均未超过4
 

000件。
2.3 国内外临床护理用具主要专利申请人 全球临

床护理用具专利申请人排名前10均为非中国,专利

申请量依次为:477件、420件、375件、355件、346件、

表2 临床护理用具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年份 全球申请量(件) 国内申请量(件)

1999 14568 654
2000 16989 751
2001 19896 864
2002 20382 988
2003 22245 1316
2004 19908 1586
2005 18056 1836
2006 16642 2296
2007 17072 2695
2008 16327 3114
2009 18796 3854
2010 18859 4673
2011 20790 6103
2012 21641 6971
2013 22856 7291
2014 24327 8553
2015 27617 12756
2016 24158 13321
2017 10092 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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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件、279件、251件、243件、237件,平均(329.50±
76.16)件,申请量超过平均值的发明人有5位。国内

临床护理用具专利领域,个人的专利申请量为39
 

785
件,占总申请量的46.86%,其次是企业30

 

236件

(35.61%)、机关团体8
 

799件(10.36%)、大专院校

5
 

944件(7.01%),科研单位1
 

236件(1.46%)及其他

182件(0.21%)。
2.4 主要技术方向及技术分支分析 临床护理用具

21个技术分支中,申请量最多的C分支,为81
 

530
件,其余相对较多的为P、B、S、R、D分支,数量分别为

52
 

089件、42
 

367件、39
 

969件、37
 

445件和33
 

202
件,申请量较少的是U、A、L、G和 M 分支,申请量分

别为3
 

342件、3
 

223件、2
 

855件、2
 

732件和335件,
其他分支申请量居中。
 

3 讨论
 

3.1 外部特征分析

3.1.1 申请年度 专利技术的历年申请量分布可以

直观反映该技术的生命周期[9]。由表2可见,全球临

床护理用具专利申请数量具有阶段性特征。1999~
2003年呈上升趋势,此阶段临床护理用具专利申请处

于发展阶段,涌现出大量不同类型的方便护理人员照

顾患者的临床护理用具;2003~2008年呈现下降趋

势,主要是由于专业护理用具种类趋于饱和状态,大
部分的研究属于技术方案的变化,新的设计方向逐渐

减少;在2008~2015年呈现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现

代科技的发展,电子技术广泛运用于护理用具的制造

与改进中,护理用具自动化程度和功能多样化促进临

床护理用具不断创新。纵观国内各个时期专利申请

数量呈逐年增长,发展趋势更为稳定。1999~2007
年,国内临床护理用具专利年申请量均未超过3

 

000
件,呈平缓增长态势;2008~2014年稳步增长;2014~
2015年为高速发展阶段,增幅达到4

 

000余件。我国

临床护理用具前期专利申请量较少,后期出现快速增

长,发展和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主要由于护理科研起

步较晚、基础薄弱,发展水平较低,护理人员科研意识

不强,科研能力不够所致[10];同时也与国内专利制度

成熟较晚,但发展较快有关[11]。随着国家对护理发明

创新的重视以及创新机制不断完善,未来国内临床护

理用具的发明数量将持续上升。
3.1.2 申请地域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专利申请量反

映各个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活跃度,通过统计

各国家或地区的专利申请量,可以了解各专利技术在

该国家或地区的研发概况,以便分析其全球布局状

态,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为制定全球市场竞争或风险

防御战略提供参考。从全球范围来看,临床护理用具

专利研发具有区域性特征,专利申请以中国和美国为

主要的技术来源地区,也反映出各国对临床护理用具

研发投入以及新技术的重视程度。国内中部和南部

地区临床护理用具的研发热度较高,而东北地区、西

北地区相对薄弱,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

持、单位重视程度等有关[12],且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

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13],研发合作是提高医药领域研

究水平、拓 宽 研 究 领 域、实 现 优 势 互 补 的 重 要 途

径[14-15]。政府和医院应积极引导各区域技术合作和

经验交流,构建技术合作网络;致力于建立全国甚至

全球性的护理用具专利信息平台,加强专利信息运

用,促进不同地区间的专利信息资源共享。
3.1.3 主要专利申请人 专利技术历年发明人、申
请人及其研发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技术的市场

参与热度,发明人、申请人的地域分布也可反映不同

地区的技术领先程度[16]。从全球护理用具专利申请

量来看,中国申请量为第1位,而排名前10位的专利

发明人均为非中国申请人。反映出中国专利发明人

较为分散,缺乏集中技术优势和专业方向的专利发明

人与研发团队。研发临床护理用具应合理规划和培

养研发主体,谋划全方位、多层次的全球专利布局[17],
积极探索潜在的国外市场、海外市场,进行技术创新

输出,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我国临床护理用具专

利申请人主要集中在个人,而个体在持续研发专利并

申请专利保护的过程中存在一定阻碍因素,不利于我

国在该领域的长远有效发展,应将研发主力转移到有

较高经济储备和研发潜力的企业与大专院校,便于知

识产权的转移转化以及技术方案的产业化。而医院、
高校在专利或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应用能力方面

较为欠缺,所以应当加强企业与医院、高校等科研院

所之间的合作创新,促进专利资源、临床需求和研发

技术的优势互补,共同规避专利申请的壁垒,完善专

利成果的输出、转化和应用,促进临床护理用具的专

利技术价值最大化。
3.2 内部特征分析

3.2.1 主要技术方向及技术分支 结合临床护理用

具专利主要技术方向和技术分支专利申请情况,在21
个技术分支中,测量脉搏或心率、血压、血流的用具专

利申请量位居第一,其次为用于抽取、转移或处理液

体的器械、引流系统;套管针,穿刺针;以气体处理法

影响患者呼吸系统的器械;吸入器;绷带或敷料,吸收

垫。由此可知,与患者生命体征监测、体液引流、穿
刺、呼吸、伤口清理等相关的基础性护理用具发展需

求较大,相应的研发创新潜力可观。而医用注射器、
止血带、橡皮奶嘴、婴儿保育箱、保温箱和乳头护罩的

申请数量较少,可能与该医疗领域患者需求不迫切、
创新动力不足以及发展空间较局限等因素有关。未

来应合理规划临床护理用具各技术方向、技术分支的

协同发展,有效统计并运用护理用具专利申请的数据

信息,合理配置医疗、科研、资金等资源,加大对优势

专利技术项目的投入力度,促进优势专利项目持续有

效发展。对于劣势专利技术项目,主动激发研发主体

创新性,避免各技术分支发展差距拉大,促进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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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均衡发展,进而带动临床护理用具的整体研发与

进步。
3.2.2 专利技术特征及发展方向分析 临床护理用

具在实用性和多样性上有很大程度的发展,满足了临

床护理需求,但绝大多数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中低端护

理用具,多属于实用型专利研发,而发明型专利和外

观设计型专利的研发数量较少,专利的内在核心技术

含量较低,临床护理用具的核心专利较少。提示我国

应加强对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的跟踪和预警,充实申

请专利的内在技术含量,提升专利研发质量,未来可

着眼于智能化、人性化以及家庭护理用具的研发:①
随着护理服务需求范围不断扩大与护理人力资源缺

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亟需大量高质量的智能化护理

工具来降低护理人员的操作时间,减轻护理人员的劳

动负荷,提高工作效率,以弥补护理人力资源的不足。
②人性化护理是现代护理的核心理念,不仅体现在护

理人员的护理行为上,也体现在护理用具的设计上,
护理用具的人性化是现代护理观和整体化护理模式

的共同要求,也是未来提高护理服务质量的必然要

求。③随着慢病疗护和养老需求的不断增大,大量护

理工作开始从医院临床救治逐步扩展到社区预防保

健、家庭护理及康复护理等,逐步形成多方位、多层次

的现代综合医疗保障服务系统,这就要求研产出大量

新型便携式且精度高、性能可靠的家庭护理用具,以
满足患者自我救治、自我监护和自我保健的护理需

求。
3.3 对策和建议 目前临床护理用具相关专利整体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我国存在地域间发展不平

衡、专利内在核心技术含量较低、核心专利较少、不同

技术分支申请数量不平衡等问题。为克服发展过程

中的不足,促进临床护理用具的发明与转化,对专利

的研发与管理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①建立健全专

利管理制度和专利信息服务体系。加大专项资金投

入,客观制定竞争策略,积极探索“产、学、研”结合的

多维度交叉发展模式,构建技术合作网络和信息平

台,全面提升护理用具专利的研发、运用、保护和转

化,为护理专利研发提供机制保障。②加强多学科合

作、促进跨学科合力。临床护理用具的研发应考虑器

具的工程设计、护理行业的伦理道德和研发的可持续

性,根据临床护理和患者需求的不同特征研发产品。
围绕重点技术拓展研究方向,延伸临床护理用具的服

务范围、提高护理专利的整体技术内涵。③以绩效为

杠杆强化价值取向引导。将发明专利列入护理人员

能力评估、绩效管理及职称评价指标体系,突出临床

护理用具的专利研发对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和注入经

济发展活力的关键作用[18-19]。今后护理工作者应以

临床护理工作为基础,以护理科研作支撑,采取多维

研发策略[20],促进专利研发观念、思维和技术等诸多

方面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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